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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大学的办学条件是在大踏步前

进了。

当然，在丹麦的留学生活还有许多难

忘的事。比如有一次收音机播报了第二天

的大风警报，可我想，我可是在内蒙古的

狂风中待过的人，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我照常早早起来，推着自行车出了

门。可没想到这风还真厉害，我被刮得东

倒西歪，车是根本无法骑，我只好把车扔

在路边有树的地方，一个人踉跄着到了办

公室，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经过两年

半多时间的学习，我终于得到了博士学

位，回到了亲人身边，回到了清华。尽管

关于学习过程中的事情也有很多，但现在

回想起来，我的这段长达十多天的独特旅

行却是很值得记忆的。              2021年9月

（转自《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

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读了《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

人”》，书中的大部分作者我都认识，其

中有一些我还非常熟悉。读着他们这些不

同角度、不同时间段的真实经历和切身感

受，好像这些老师们就出现在面前，把

他们的故事徐徐道来，生动形象又情真意

切。白永毅老师让我写篇东西，开始我还

有点儿犹豫，但书越读越感觉亲切，越受

到感染，于是也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

“新工人”，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

感的名称，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在大家

的记忆中逐渐淡去，但作为一种别样的标

记，留给了清华大学一个独特的群体。

我最初听到“新工人”这个称呼，是

在上大学期间。偶尔从教研组老师们的口

中，听到“新工人”这个词儿，感觉很奇

特，问老师为什么有这种称呼？老师解释

说，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最

后两批学生，在“文革”中毕业，有800

人留在清华工作，基本上都在学校的校办

工厂、车间当工人，为了区别他们与上一

代知识分子们，同时也区别于工厂里的工

一个独特而多彩的群体
 ○韩景阳（1977 级自动化）

人，给了他们一个很独特的“新工人”的

称号。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有特色的、

大家口中的叫法和称呼而已，看到这本书

才知道，这原来还是一个挺正式的称号，

已经标注进了他们的工作证。后来我到学

校机关工作，进一步了解到，“新工人”

的称呼也是当年的军宣队、工宣队为了给

老知识分子“掺沙子”，将当时留校的毕

业生的职务取名为“新工人”，以与老教

《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人”》，清

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 12月。本文是作者为该

书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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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区别。当然，随着“四人帮”被打倒，

学校用“新教师”取代了“新工人”，慢

慢地这一称谓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被人

们提起。

我最早接触的“新工人”是我们教研

组的老师，有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王金凤

老师、教研组给我们上辅导课程的殷树勋

老师等。那时听说这些老师们在带我们、

教我们的同时，也在参加课程补习，或

者上回炉班，或者在复习准备考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他们

虽然是老师，但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也

在勤奋刻苦地学习。

上大学时，我们非常崇拜的一位“新

工人”是我们自动化系电子学教研组的胡

东成老师，他给我们自动化系和电机系

1977级学生上“电子技术基础”的大课，

“新工人”给恢复高考的首届学生上专业

课那可是特殊破格的，他讲课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语言简洁干净，板书漂亮工

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听说

他在广播电视大学给童诗白先生做助手，

给学生讲辅导课，让听课的学生们佩服得

五体投地，一致认为清华大学连这么年轻

的老师都有这么高的水平，真是了不起。

毕业以后我留在学校工作，接触了更

多的“新工人”老师们。在校团委学生

部，我的“新工人”领导有任彦申老师、

瞿振元老师、郑燕康老师等。他们气质不

同，风格迥异，但对我都是谆谆教诲，

悉心指导帮助，放手使用培养。任彦申老

师是学校的大笔杆子，除了校团委书记的

工作外，学校的一些重要报告他也执笔起

草。他作报告理论性、思辨性都很强，特

别受大家的欢迎。我在学生部工作期间，

瞿振元老师接替王凤生老师担任部长，后

来我又跟着他调到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思

想教育工作。他思想敏锐，勤于思考，工

作张弛有度，特别是1989年的特殊时期，

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有着一段特殊的记

忆。郑燕康老师则开朗豪爽，工作特别有

劲头，我在他领导下做过一段研究生思想

教育工作。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早就调

到校工会工作，他们还在研究生社会实践

项目报教育部教学成果奖时不忘把我也算

上一份。

刚留在校团委工作时我还“双肩

挑”，在自动化系电子学教研组做一些教

学工作，董名垂老师讲“电子技术基础”

课，我做他的辅导老师。他讲课不仅条理

清楚，而且生动幽默，我们教学小组也非

常团结默契。看到他写的《站上美国大学

领先奖答辩台的清华人》一文，让我想起

了一段往事。当年我在校工会工作时，兄

弟高校的负责人很想到清华来参观，工会

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去当时正搞得很红

火的CIMS工程中心参观。我请董名垂老

师出马，给各个高校的工会主席们做介

绍。董老师的介绍深入浅出，比喻形象生

动，把当时很超前、很先进的CIMS工程

讲得通俗易懂，又令人赞叹折服。听了董

老师的介绍后，那些工会主席们都说，你

们清华的老师太厉害了，这么高深的科研

项目，经董老师一讲，让我们这些纯粹的

外行们都听明白了，知道是干什么的、怎

么干出来的了。董老师既可以面对世界

顶尖的专家讲CIMS的研究思路、组织构

架、实施进展和重大突破，也能给一张白

纸的外行们讲项目的功能和意义，的确令

人钦佩。

我到校工会工作后，“新工人”张启

明老师是副主席，他为人坦诚热情，工作



荷花池

清华校友通讯148

有魄力、有干劲，跟他一起工作很愉快。

后来我调到组织部工作，直接领导是孙道

祥老师，他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处理问

题谨慎稳妥，做事情认真细致，让我学到

了不少东西。在校机关党委、机关事务组

工作时，我的直接领导是“新工人”何建

坤老师，他思维敏捷，看问题独到深刻，

而且工作总能想出新点子、新方法，常常

令人茅塞顿开。我在宣传部工作时的直接

领导是“新工人”张再兴老师，后来在校

关工委的工作，也是跟着他学做起来的。

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型的领导，思考问题、

讲话逻辑性非常强，而且对工作极其精益

求精，不论是讨论文章还是研究工作，经

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又回到组织部

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是“新工人”庄丽君老

师，她工作思路清晰，对问题态度鲜明，

处理问题干练爽快，跟她一起工作很融

洽、很默契。后来我在学校领导班子工作

时的“新工人”领导是顾秉林院士，他在

非典的关键时刻上任校长岗位，带领清华

经历了风风雨雨，更感受过清华百年校庆

的极高光时刻，精明与厚道在他的身上有

着最绝妙的结合。

现在回想起来，我留校工作以来的

直接领导，绝大多数都是“新工人”老师

们，他们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的作用，从他们身上我学到

了不少宝贵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益。在他

们身上，除了有清华人共有的对“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校训的传承，“爱国奉

献，追求卓越”精神的弘扬，“行胜于

言”校风的陶冶，以及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的劲头，他们的独特成长经历和工作学习

环境，为他们注入了一些很突出的气质和品

格，给我印象非常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求知

欲，善于学习并刻苦学习。正像他们的

自我评价“先天不错，后天不足”，他们

经历了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也参加了重

要的筛选过程——高考，基础还是非常好

的，但由于“文革”的影响，他们在文化

知识学习方面被耽误了，在大学只学了不

到一年或不到两年，大学阶段的学习造成

了一定的空缺。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习

积极性非常高，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

珍视任何可能得到的学习机会。从他们在

改革开放之初积极参加培训、回炉班、报

考研究生等，到后来许多人在各学科中崭

露头角，还有一些人转行投身新的学科建

设和发展并有所建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

知识的渴望，在学习上的如饥似渴。他们

不畏惧新学科、新专业、新技术的挑战，

他们不惧怕转行，他们能够迅速捕捉前沿

信息，敏锐感知最新技术，并快速学习，

很快进入角色，正是这种积极勤奋刻苦的

学习态度，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关领域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第二，他们身上有一股谦虚又执著的

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我比

较熟悉的一些“新工人”，有的一直在专

业岗位上钻研业务，他们努力把业务钻深

钻透，把书教得有声有色，像华成英老

师、薛芳渝老师等，他们是教书育人的名

师，课讲得娴熟精湛、生动流畅。有的致

力于科学研究，他们瞄准前沿问题，埋头

苦干，不畏困难，努力攀登科技高峰，好

多位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

院院士。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服从组织安

排，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喜爱的业务岗

位，转而做党政管理工作，这些人我接触

的更多一些，他们有一种干一行、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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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好一行的精神品格，他们把党政管

理工作当成事业来做，钻研相关业务，善

于探讨实践，舍得花工夫花力气，追求工

作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冯冠平老师在深圳

研究院的大手笔，吴敏生老师在大学校长

岗位上的建树，白永毅老师、陈皓明老

师、裴兆宏老师等一大批“新工人”的老

师们对管理工作的思考钻研和敬业精神都

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工作

的勤奋和一丝不苟，他们对工作的高标准

严要求，他们那种奋斗执着追求的精神，

正是“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精神面貌的

生动写照。

第三，他们对实践的重视和具有的良

好基础。我读这本文集的时候发现，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在学校的汽车厂、

机械厂、车间、工地等生产一线工作过比

较长的时间。他们和工人师傅并肩工作，

研制727汽车，参加基建工地建设，研制

调试设备，车铣刨磨直至数控机床，多项

工种都有涉猎，有的还比较精通。而且他

们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又有较好的知识

基础，所以能够很快掌握生产技术技能，

在工作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他们对于

生产实践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和格外的重

视，这对他们后来的教学科研等工作产生

了重要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为那一

段“新工人”的历练，对自己后来的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在教学中也非常

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生产实践的培养和锻

炼，在科研中更是以良好的工程实践经验

为依托，善于自己动手去解决生产技术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理论研究成果转化

为实际工程技术和产品生产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长征。清华园里的“新工人”是非

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身上既有老一代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儒雅风范，又有强

烈的为国争光精神和创新创业的劲头，既

能潜心敬业于平凡岗位的工作，又能适应

需要担纲重任。历史不会忽略每一代人，

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打开一扇

窗，让你获得不同的视角和心境，以独特

的姿态展现在这个时代的画卷中，书写自

己多彩亮丽的一笔。

  2022年1月于清华园

1970年留校毕业生（新工人）共计828

名，分配至14个单位，具体如下。

一、200号（核能所）134人 

二、汽车厂136人 

三、电子厂108人 

四、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9003工厂52人 

五、土木建筑系25人 

六、水利工程系11人 

七、动力机械系与农业机械系60人 

八、电机工程系87人 

九、四川绵阳分校146人 

十、工程物理系10人 

十一、工程化学系15人 

十二、工程力学数学系31人 

十三、基础课1人 

十四、修建队12人

（摘自《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

人”》附录三）

  1970 年留校毕业生
（新工人）分配单位和人数


